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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友今年 48岁，“从小我
爱好绘画和根雕，根雕是我家的
祖传手艺，可追溯到清朝年间，至
今有上百年历史，我的曾祖父高
广进在清朝末年制作根雕，祖父
高士超将高氏根雕进行发展，民
国时期在滕县开设堂号‘泰和根
雕店’，从爷爷到父亲，都是做根
雕的行家里手，我跟着父亲高连
亭学习根雕制作。由于我爱好绘
画为日后的根雕制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高铁友高兴地指着刚制
作的根雕作品说。

制作根雕需要根材，为了寻
找根材，高铁友骑着摩托车先后
到山亭区、临沂市等地，翻山越岭
几乎跑遍了大小山头。有一次，
他到山亭寻根，当他爬到山腰时，
突然雷电交加，瓢泼大雨浇了他
全身，他在山腰避雨三四个小时，
饭也顾不上吃。但是当他找到一
块好树根时，他如获至宝，全然忘
记了艰辛和劳累。为了制作好根
雕作品，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进
行创作，有时加班到凌晨一两点，
由于过度劳累，他患上了腰间盘
突出等病症，为了艺术他全然不

顾，坚持制作。
“高氏根雕，采用中国传统美

学方法，主要在‘树根’上做文章，
在选材上要求瘦、漏、透、皱。着
色以棕色、茶色为主。在创作中
注重自然点石成金、变废为宝，充
分体现了鲁南的地域特色和民俗
特点。工艺过程主要是以手工为
主，配以手锯、电钻、钢刷、木凿等
工具，通过简单的审根、去皮、上
蜡、上油等工序，使一截枯根栩栩
如生，化腐朽为神奇。”在谈到制
作根雕工艺时，高铁友说。

“不要小看一件小小的根雕，
每个工序都马虎不得。”高铁友进
一步介绍说，审根时要集中、提
炼、组合，反复比较和揣摩，找出
最佳观赏面，即最典型的形象；雕
琢以自然美为主，人工美为辅，凡
可雕可不雕者则不雕，凡根木材
料有缺憾不雕不成器，则可借雕
琢的方法来弥补；要领以材料上
的筋脉、纹理、皱褶、崎岖、枝杈凹
凸、孔洞、瘤块、疙瘩、缠绕等进行
赋意构思；根雕作品的题名也很
讲究：根雕题名要巧，巧得贴切、
巧得含蓄，要做到引人入胜，使人

遐想，使观者听到弦外之音，悟到
画外之意……没想到一件根雕作
品竟有那么多学问。

四代传承人高铁友经过十余
年的刻苦创作，先后成功制作了
《十二生肖》、《八达岭长城》、《喜
猪》、《百牛》、《龙抬头》、《大象》等
近300多个根雕作品，在滕州市首
届民俗文化节上，他制作的根雕
作品《喜猪》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
一致好评，荣获文化节三等奖，他
用十年时间制作的根雕作品《十
二生肖》，在山东省第五届花卉展
中荣获根雕类一等奖，并荣获了
山东省根雕展二等奖。“根雕是一
个古老传统的艺术，是老祖宗传
下来的，不能失传，我要不断创新
和发展，并继承和传承下去，永远
发扬广大，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我要将自己的根雕作品推向
全国，走向世界。”高铁友如是
说。（特约记者 侯志龙 文/图）

家住高新区福星花园小区
的居民小黄，两天前在家洗澡，
却因为浴室里的防滑垫，摔伤了
下巴。本以为防滑垫能够防滑，
谁承想，小黄却因此受伤，郁闷
的小黄对于自家浴室的防滑垫
质量表示质疑。

两天前，吃过晚饭后的小
黄，出门健身回家，便走进了自
家的浴室，在进浴室之前，小黄
特地找来了妈妈新买的防滑垫，
希望铺上防滑垫后，浴室的地板
可以不用那么滑，可谁承想，就
是小黄的这个举动，让他几分钟
后遍体鳞伤。

回想起当晚发生的一幕，小
黄到现在还有些心有余悸。“当
天晚上，我在洗澡时，因为使用
了沐浴露，浴室地板上因为沐浴
露的泡沫有些湿滑，当时我还
想，要小心脚下，可是后来也许
是太信任防滑垫了，我刚想踏上
防滑垫时，危险的一幕就发生
了。”小黄说，“双脚蹦上防滑垫
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到脚下的防
滑垫有些不稳，还没等我反应过
来，我就一个趔趄，摔倒在浴室
的地板上，因为当时没有心理准
备，在我摔倒的时候，没有保护
好头部，在我下意识想要再保护
的时候，我的下巴就重重地磕在
了地上。”

事后，小黄被家人送到医
院，在医生的及时处理下，小黄
的下巴流血才得以止住。“就是
因为浴室里的防滑垫让我的下
巴被缝了 3 针，受伤疼点无所

谓，我还那么年轻，还没有找女
朋友，却要因此留下疤痕，实在
让我难以接受。”小黄郁闷地说
道。

小黄的父母表示，因为儿子
遇到这件事，家里浴室里的防滑
垫再也没被拿出来使用过。“本
以为买个防滑垫可以防止地面
湿滑，谁承想儿子却因为这事摔
伤了，真是让人生气。”小黄的母
亲表示。

为了给儿子讨个说法，小黄
的母亲找到了当初卖给自己防
滑垫的商家，商家听闻小黄母亲
的说法后，不但没有任何安慰的
话，还对小黄母亲的说法感到有
些不可理喻。“我们店里出售的
防滑垫从来没听说过有这种情
况出现。”无论小黄的母亲如何
诉说，商家的态度总是如此。

为此，有经验的商家提醒小
黄及其家人，希望日后在选购这
些家居用品时，在考虑家居用品
价格、样式的同时，一定要从正
规的商家选购，出现类似的问题
才可以有效地维权。

（记者 寇光）

洗澡摔伤下巴缝三针

浴室防滑垫是“罪魁祸首”

子女结婚可以说是了却了
做父母的一桩大心事。父母在
操办婚礼的时候，会收到亲朋好
友送来的礼金。但是市中区的
张先生却在礼金中收到了假币，
这让他有苦说不出。

张先生的儿子婚期就在最
近几天，每天来送份子钱的亲戚
朋友都很多。“一般人家送红包
来，我们也不能当着人家的面拆
开，都是等人走了之后再把红包
打开进行登记。”张先生说，收了
一部分礼金之后，他觉得家里放
太多现金不安全，就想把钱存到
银行里。

来到银行后，张先生去柜台
准备把钱存进去，“工作人员把
钱放在验钞机上过张数的时候，
我听到验钞机发出‘这张是假
币’的声音，刚开始我都没反应
过来是我的钱出了问题。”张先
生说，银行工作人员在验钞机中
拿出那张钱自己又验证了一下，
确认是假币。

“我说这是我收的礼金，怎
么可能有人给假钱呢。可是银
行工作人员再三看了那张钱，指
出上面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地方
和真钱不一样，我也不得不信
了。”张先生说，收到假币让他有
些心情不好。银行工作人员告
诉他，收礼金收到假币的不只他

一个，银行常常碰到。
张先生回到家把收到假币

的事情和妻子说了，妻子也很烦
心。她说：“虽然几万块钱中只
有这一张假币，但是就是让人心
里不舒坦。我们也不可能一个
亲戚朋友来送钱，就把钱验一遍
是真是假。再说了，就算你收钱
的时候知道这是假币，也不好意
思说啊，只能吃哑巴亏了。”

张先生说，可能送礼金的人
也并不知道自己手里的是张假
币，“凡是能来给礼金的，肯定是
平时关系还不错的，如果给假钱
被主家知道了，也不好看啊。”张
先生表示，这次假钱风波之后，
他和妻子两人收礼金的时候都
会小心查看，他说：“我们看也没
有用，最多就是希望自己先发现
假钱，而不是到了银行才被告
知，那就太尴尬了。”

（记者 孙雪）

礼金收到假币 主家有苦难言
往好点想，送礼人可能不知

随着学生暑期的开始，孩子
们又到了尽情玩耍不用上学的
日子。7月1日家住薛城区锦阳
河路的曹先生被邻居家的几个
顽童“气得不轻”，因为几个顽童
把电梯当成了玩具，在电梯和安
全通道之间来回跑动，还打起了
水仗，不仅影响大家使用电梯，
也对电梯安全造成了隐患。

7 月 1 日中午两点钟，曹先
生午觉醒来后按照妻子的“吩
咐”打算把家里的被子拿到顶楼
去晒一晒。曹先生家住 9楼，晒
被子要到 15 楼顶层，当曹先生
抱着两床被子，站在电梯口等电
梯的时候发现电梯迟迟不上来，
而且每层都要停一次，曹先生刚
开始以为是物业人员趁中午乘
电梯的人少检修电梯，但是随着

电梯缓慢地向 9楼上升，曹先生
发现电梯里传来小孩子嬉闹的
声音，而旁边的安全通道里也同
样传来小孩嬉闹的声音。

曹先生抱着两床厚重的被
子等了约十分钟电梯才一层一
停地缓慢升到 9 楼。当电梯门
打开的一瞬间，邻居家两个十岁
左右的小男孩拿着水枪边往外
射水边追赶着往安全通道跑，不
仅曹先生的被子被射上了水，还
差点被撞掉在地上。等进入电
梯以后曹先生才发现这几个顽
童果然把电梯的每一层都按了
一遍，因为9至15层的电梯指示
灯全部都亮着，而且电梯里的地
面上都是水，曹先生猜测这几个
孩子肯定是在玩打水仗游戏，而
且把电梯当成了“战场”，在每层

楼之间来回追赶。
曹先生晒完被子以后故意

从安全通道走下来，他想着如果
遇见这几个顽童，他一定要教育
教育他们，当快走到家的时候曹
先生果然又碰见了他们，曹先生
劝阻他们不要在电梯里玩耍的
话还没说完，几个孩子却不以为
然的对曹先生做起了鬼脸，当曹
先生被气的就要发火的时候几
个孩子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这帮孩子太顽皮了，这样
在电梯里玩，不仅影响别人正常
使用，而且弄得电梯里到处都是
水，电梯下面全是电，这也不安
全呀，现在小孩都放假了，做家
长的真得好好管好自家的小
孩。”曹先生提醒道。

（记者 杨舒）

电梯里打水仗 地面上都是水
孩子放假了 家长要管管

常言道，“老有所养，老有所
乐，老有所为”，这样的晚年生活
才是最幸福的。对于 64岁的段
正洪来说，写诗创作才是他最快
乐的事情。

家住滕州市北关街的段正
洪老人自幼就爱读诗写诗，凡是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都想编成
打油诗记录下来，与别人分享其
中的快乐。

老人家中有一个大书橱，上
面满满地摆着整整齐齐的书，有
诗歌选集、名人自传和很多文学
巨著。不仅如此，还有段正洪老
人的笔记本，上面工整地抄着各

类诗歌和他自己创作编写的打
油诗。段正洪告诉记者，他喜欢
看报纸和杂志，对于文学方面的
文章都特别关注。每当看到不
错的诗歌或文章，他都会将它们
剪下来粘在本子上，看到关于诗
歌的书籍他也会收藏起来。

闲暇时间，段正洪老人就会
学习、研究这些诗歌。“我看人家
是怎么写的，然后想想自己应当
怎么写，借鉴别人、学习别人的，
没想到几年的功夫自己越写越
顺手，只要是自己看到的事情，
我都会想办法写成打油诗。”段
正洪说，学写诗的时候，心里特

别高兴，都是以对生活、生命的
一些感悟，用打油诗的形式表达
亲情和内心情感等。

“老夫已进花甲年，历经风
雨和万难，半生不想贫苦事，只
记滴水恩相报。”段正洪随心创
作自编自乐，他说：“学了诗词以
后我觉得整个人都身心愉快，我
把心思都寄托在诗词上了。现
在生活条件这么好，不像过去的
年代，以后我还会继续用自己的
文字将这种心情表达下去，安度
自己快乐的晚年生活。”

（特约记者 郭潇繁）

日常生活生命感悟皆入诗

花甲老人编写快乐晚年

跑遍山头寻根材 一块树根如至宝

四代传承“玩”木头
在滕州市龙山脚下，

孕育着一代代在枯木残
根上雕刻神韵的根雕艺
术家，根雕四代传承人高
铁友就是其中的一位，他
制作的《喜猪》、《百牛》、
《龙抬头》等根雕作品，以
奇异的形状、巧妙的加
工，令人称绝。


